
對於應否讓座給小童，網民討論熱烈，不少網民指
「讓畀你係人情，唔讓係道理」、「呢啲父母身
教，教壞小朋友」、「好聲好氣都可能考慮下，
但唔係逼人讓囉，想舒服咪搭的士囉」、「我
帶住個4歲嘅仔坐火車/巴士冇位，我都從來
冇叫過人哋讓，自己辛苦少少抱一陣，真
係好攰嘅話我寧願坐的士」、「優先座
真不關小朋友事」、「大人給全票，
小朋友給半票，憑什麼要讓
你？」、「你有需要坐，我都
有需要。」從言論看，網民
普遍不支持讓座給小朋
友。此外，亦有網民
針對「台灣媽媽」
的 態 度 ， 直 指
「態度咁差，
我都唔會想
讓啦」！

日前，有網民於網上上載影片，當中有兩名
女子在港鐵東鐵線列車車廂內批評其他乘客未有讓

座給小朋友，隨後更爆發口角衝突。影片在網上引發
熱議，更令到涉事女子親身在網上解釋事件，自稱「台

灣媽媽」的她指在台灣從小被教育博愛座（關愛座或優先
座）是給老弱婦孺坐的，「或許香港博愛座的定義不同」。對

於應否讓座給小童，網民意見兩極。不過，原來世界各地因民族
性、教育方針等的差異，對於關愛座均有不同看法。

英國
英國讓座文化

中，他們會把座位留給
「最有需要的人」。因
此，解讀時要先想一下
什麼是「最有需要的
人」？答案不一定是老
人，也有可能是年輕
人，所以在英國老人讓
座給學生、青年是正常
事。刻意讓座給老人，
或會被錯誤解讀成歧視
衰老，而且身體不適
時，英國的老人是不會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法國
法國崇尚個人

主義，每個人面對讓
座這件事，都有不同
的看法和意見。假如
在地鐵中讓座給老
人，可能會得到對方
感謝或被臭罵一頓。
因此，在讓座前應先
詢問對方是否想坐下
來，否則出於好心的
舉動，或會讓對方感
到被歧視。

韓國
在韓國，把座

位讓給長者是必須
的，就算整個車廂人
滿為患，長者席也會
空着。假如遇到長者
卻沒有讓座，是會被
訓斥的，而因為韓國
車廂內沒有設置孕婦
專座，假如遇到孕婦
亦應把座位讓給她
們。

美國
美國英雄主義

盛行，老人們基本上
都覺得自己身體硬
朗，如果讓座會讓對
方感覺被歧視，且在
美國孕婦被視為一般
人，但小孩卻被視為
需要被讓座的族群，
所以在美國看見老人
將座位讓給小孩是非
常正常的事情。

日本
日本的讓座文

化與歐美等國家相同，
老人家不希望自己被讓
座，因為會顯得自己很
老、需要別人照顧，以禮
為重的日本人不希望造成
對方的麻煩，所以基本上
都會推辭答謝，因此在讓
座時要注意。

澳洲
在澳洲，大部

分乘客都不會讓座給長
者，但假如有小朋友，
則會主動讓座或是分出
一定空間，讓小朋友能
一起坐下來。有趣的
是，在澳洲購買學生優
惠票的族群，是必須讓
座給購買全票的大人。
因此，在公車上看到學
生坐在地上是很普遍的
現象，因就算他們坐在
座位上也必須讓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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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愛 座 歷 史

關愛座早於1973年在日本列車上出現，隨着世界各地人口老化
及社會需要，如韓國及英國等地公共交通工具相繼引入關愛座。
香港方面，港鐵於2009年起引入優先座，其後陸續增加關愛座

數目，由每卡車廂兩個增加至每卡四個。
至於九巴亦於2011年5月起在巴士下層兩邊最前橫排四張的座位設關愛

座。
不過，本港有團體曾訪問近1,800名青少年，結果發現逾八成受訪者認為

坐在關愛座較坐在一般座位有壓力，逾半受訪者不支持再增加關愛座，另有
三成男性受訪者更支持廢除關愛座。

■澳洲的關愛座以黃色
大字作標示。網上圖片

■有不少年輕
人坐在優先座時感
壓力。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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